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汾河水库综合自动化系统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汾河水库综合自动化系统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508486147

10位ISBN编号：7508486145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张根锁 编

页数：393

字数：59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汾河水库综合自动化系统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水库综合自动化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新型研究课题，实现目标是利用先进实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
、水情自动测报技术、自动化监控监测技术、视频监视技术、大坝安全监测技术，实现对水库工程的
实时监控、监视和监测、管理，基本达到“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管理水平。
张根锁主编的《汾河水库综合自动化系统理论与实践》以山西省汾河水库土石坝综合自动化系统开发
研究为背景，内容包括：水库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水库大坝自动化安全监测系统、水库水电站综合自
动化系统、水库综合自动化系统的网络构架、水库库区视频监测系统及信息中心管理系统等。

　　本书可供从事水利信息化的技术人员、有关水利工程计算机网络的管理人员，特别是防汛、抗旱
、水文、水资源、水土保持、供水工程、环境保护等有关的技术人员，以及有关院校的研究人员、博
士生及硕士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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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水库管理信息中心建设主要包括信息中心网络建设、数据库系统建设、信息服
务系统建设以及防汛会商系统及大屏幕显示系统建设。
信息管理中心系统需考虑与闸门自动监控系统、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水情自动测报系
统等子系统的接口，还应充分考虑与通辽市防汛指挥系统的接口。
信息管理中心网络系统为数据库系统、闸门自动化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大坝自动化监测系统以
及水情测报系统提供网络支撑，在水库管理处办公楼建立局域网。
综合数据库系统是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支撑层，存储和管理各应用子系统所需的公共数据，为应用子
系统提供支持服务。
同时各应用子系统间数据交换的主要方式之一也主要是通过综合数据库进行。
综合数据库划分为以下几个数据库：实时水雨情库、工情信息库、图形库、动态影像库、超文本库。
建设大屏幕显示系统，建设会议会商系统，实现对监控视频信号的集中管理、存储和综合利用，能够
接入视频信号，并实现集中控制切换至显示系统。
当前水利的宏观形势和面临的要求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即：“适逢治水盛世，面临新的要求，信息化
滞后于经济发展”。
水库的信息化确实相对滞后于其他行业，如电信业、电力生产和电力传输、航空、交通等行业。
水利行业是传统行业，需要进行大量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按照信息化的要求，用信息化来推
动水利的现代化。
通过信息工程把单个水利工程联系起来，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
在水利信息化的发展上，全国各地也极不平衡，有的省市发展较快，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有的地方
现在还是一片空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水利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通过水利的
信息化尽快实现北部地区水利现代化，以带动全行业的水利现代化。
因而，我国水利行业必须加大力度来建设水利信息化系统工程，这是实现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
的需要。
实时水利信息化的建设，应用现代科学理论和高新技术对水利工程实行科学管理，确保对水资源的合
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是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物
质实现，也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统一管理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有了一定的工程设施基础，但对水资源的配置
问题还缺乏系统的综合的考虑，特别是技术手段落后。
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说用手工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只能也必须采用现代化的手段，
应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实时监控系统，实现水资源管理的信息化，才能
解决这样复杂的资源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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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汾河水库综合自动化系统理论与实践》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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